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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可玲 尤 锋 徐 成 张培军
(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

, 青岛 2 6 6 0 7 1)

提要 李春生先生在
“ M a r i n e s e又e n e e s , , 1 9 9 2 年第 4 卷第 3 期第 2 1 2一 2 1 9 页上发表

题为
“
H

a i r t a i l f i s h e s f r o m C h i n e s e c o a s亡a l W
a t e r s

( T
r i c h i u r i d a e

)
,,

(
《
中国近海带鱼类

>)

)

一文 (以下简称该文 )
,

把中国近海带鱼分成 3 个种并定名两个新种
。

本文作者对该文进行比

较和分析
,

认为该文从基本概念到原始数据的测量
、

计算和资料的分析整理等方面
,

存在系列

的错误
,

某些形态描述与事实不符
。

故此
,

依照该文的论据
,

两个新种不能成立
。

关键词 中国带鱼 分类 新种 评论

中国近海的带鱼 ( T
, i ch i “ ur :

) 量大面广
,

种群复杂
,

分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
。 1 9 7 6一

1 9 9 1年
,

本文作者采用现代生化分类与经典形态分类相结合的方头
,

对中国近海 10 个生

殖种群共 1 40 0 多尾带鱼进行分类研究
,

陆续发表了研究报告 (王可玲等
, 1 9 8 a3

,

b
,

1 9 8 5,

1 9 8 8 )
。 1” 1年 10 月本文作者在武汉全国鱼类学会上宣读了最新研究结果 1) ,

并以《南海

带鱼遗传变异及其分类的研究》为题
,

于 1 9 9 2 年 3 月在《海祥科学》第 2期第 69 一 72 页发

表研究简报
,

把中国近海的带鱼分成 3 个种 : 带鱼 T r i c h i , r u : h a u m o l a ( F
o r s k a l )

、

南

海带鱼 T
.

n a , h a f e o s f , 和短带鱼 T
.

b r 。 , 15
,

后两者为新定种 (王可玲等
, 1 9 9 2 )

。

全文

发表于 ((海洋学报》第 巧 卷第 2期第 ” 一 83 页 (王可玲等
, 1 9 9 3 )

。

李春生先生 19 9 2 年 8

月
,

在
“
M a r i n e S e i e n c e s , ,

第 4 卷第 3期第 2 12一 2 1 9 页上发表了
“
H A I R T A I L F l s H E S

F Ro M C H I N E S E C O A S T A L W A T E R S ( T R I C H I U R I D A E )
”

(《中国近海带鱼类》 )
,

也

将中国带鱼分成 3 个种
,

其种名是 : T r , c h i “ r u s 夕a户o o i c “ , ,

T
.

, a r g a r i t e s 和 T
·

` i” o r

( L i
,

19 9 2 )
,

它们分别与本文作者同年 3 月定名的 T
.

h a “ m e l a (带鱼 )
,

T
.

o a , h a i e o s i s

(南海带鱼 )和 T
.

br 。讨 :
(短带鱼 ) 相对应

。 3 种带鱼被定出 6个名字
。

为搞清中国带鱼

类的分类和发展鱼类分类学
,

与李春生先生商榷
。

下面按该文的顺序
,

对其中的错误和问

*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
, 3 8 7。。 7 9 号

,

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开放实验室资助项 目
, 9 2 3 0 0 7 号

。

王可

玲
, 男 , 出生于 1 93 5 年 10了月

,

研究员
。

收稿日期 : 1 9 9 2 年 1 1 月 3 0 日 ,接受 日期 : 19 94 年 12 月 2 0 日
。

l) 王可玲等
, 19 9 1年

,
鱼类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摘要汇编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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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进行比较评述
。

为了便于比较带鱼种名皆以拉丁种名叙述
。

1 资料的对比与分析

L l选模标本与地模标本基本概念的混淆 据麦尔等 (郑作新等翻译
, 19 6 , )渐叙述的

概念
,

选模标本 ( le ct o yt p e ) 系
“

当新种的原始描记发表后
,

从一系列的全模标本中选出

的一个标本
,

作为该种的确定模式标本
。 ”

显然
,

该文中的外国标本不是选模标本
,

应属于

地模标本 ( ot oP t y p e
)
。

该文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了
,

会给人以错觉
。
因为同一地点的带鱼

可能存在若干个种 (如海南岛 )
,

不同地点的带鱼则可能是一个种
,

故将不同的地模标本都

说成是有效种
,

是欠妥的
。

.2 检索指标和种的描述的不精确

.2 ) 检索表中所用指标的不精确 凡分类检索表所用指标均应准确
、

易区分
、

不交叉

或交又很小
。

但该文在检索表中称 T
,

m a r g a r i t e s ,

T
.

ia 户o n i c “ s 的全长超过 1 o 0 0m m
,

这是不符合事实的
,

即便根据该文的资料
,

这两种鱼的全长也并未全超过 1 00 0 m m
,

短

的个体只有 5 36 和 56 l m m
,

其均值也只有 7 37
.

3m m 和 8 46
.

l m m ; 本文作者的资料统

计结果也表明
,

在 T
.

, a n h a i e o s i : 和 T
.

h a , m e l a 中全长超过 1 0 0 o m m 的个体不超过

全部样本的 20 多
。

换言之
,

该文的检索表对这两种带鱼 80 沁 的个体是不适用的
,

将产生

错误的分类
。

为区分 T
.

m 。 , g 。 ; it es
,

T
.

夕。 P口瓜。 ; ,

该文列举了全长 /头长
、

全长 /体高
、

全长 /肛长和全长 /尾长这 4 个指标
。
对其数据分析可知

,

其中大多不符合分类的要求
,

均

有交叉
,

不是完全分离的
。

特别是全长 /体高这一项
,

T
.

m 。 ; g ar it se 完全包括在 T
.

ia
-

P口瓜 cu
, 的范围之内

,

这就令人费解
,

交叉百分之百的指标怎么能作为种的检索呢 ? 全

长 /头长
,

两种带鱼也存在交叉
,

分别占各自的 28
.

7外和 ” 并
。

该文还将眼睛的颜色作为

检索的依据
,

但据本文作者现场观察
,

T
.

。 赫 ia 。。 it 眼睛的颜色新鲜时有的个体呈黄

色
、

也有的为 白色
。

所以
,

不能依此来区分之
。
因此

,

这些检索指标和描述是不精确的
,

不

能作为分类依据
。

L .2 2 种的描述及其 T ab le l 中的错误 该文根据其 T ab le l 资料认为这 3个种及其

引用的国外其它标本之间的形态差异明显
,

相互可以区分
。

将该文 T ab le l 中的数据与

本文作者的资料 (如图 l) 进行比较可以看出
,

除前面已提到的完全交叉的全长 /体高之

外
,

头长 /眼间隔也完全交叉
,

头长 /吻长
、

头长 /眼径和全长 /头长这 3 个种的交叉范围也

不小
,

分别为 90 外
,

60 多 和 29 沁
,

为此它们均不能作为分类的依据
。

从图 1 中还可以看

出
,

该文引用的国外标本—
T

.

ja 户o o i c , s , T
.

l e户t“ r u s ,

T
.

a u r i g a ,

T
·

人a “ m e l a 的各

组数据也都很相近
,

并大多落在本文作者研究的 T
.

h。 “ 。 el 。
的范围之内 (几乎每一个

指标皆如此 )
。

由上所述
,

该文依据其 T ab le l 的资料来说明 3个种同国外标本在形态上

有明显的差异
,

并可以将它们分开
,

是极为牵强和武断的
。

该文用带鱼的全长与体高
、

头长
、

尾长等的比值作为带鱼分类的指标也是不合适的
。

正如该文所述
, 3 种带鱼全长差异较大

,

这种资料分析方法将掩盖了体高
、

头长或尾长等

本身的变化
,

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长的差异
。

本文作者认为
,

应该用变化较小
、

数值较稳定

的肛长与其它指标 (如体高
、

头长或尾长 )来比较更为合理
。
如以肛长 /头长这一指标为例

绘成图 2
一

,

则可以看出
,

这 3 种鱼肛长 /头长的交叉是很明显的
,

波动在 60 并一 1 00 并
,

并不

能互相区分开来
。

这样分析才基本上反映了 3 种带鱼头长的相对变异程度
。

此例也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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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 3 种带鱼与该文 3 种带鱼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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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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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0 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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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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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T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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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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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该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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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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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i a 户 o o i c u s : e T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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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T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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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文整理资料的方法存在问题
,

从而影响了其所提供的资料作为分类依据的可信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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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骨骼资料不精确甚至有错误

L .3 1 牙齿数目 该文中称 3 种带鱼

的上下领前端各有 l 对犬牙
,

与实际不

符
。

据本文作者观察
,

这 3 种带鱼上领

一般有犬牙 2 对
,

由于脱落或更替
,

有时

可见到 3一 6 枚 ;下颇犬牙多为 l 对
,

有

时可见 2 对
。

L .3 2 脑颅的侧量数据 据该 文 iF
-

g ur e Z 标示的测量方法
,

脑颅长是从犁

骨前端至翼耳骨末端 ; 眶后长是从眼窝

后壁至翼耳骨末端
。

本文作者按照该文

F i g u r e Z 所标方法测量了其 T a b l e Z 的

各项指标
,

所得数据与之相差甚远
,

见表

1o 若按一般方法
,

脑颅长和眶后长的后

端均量至基枕骨末端
,

所得数据亦列人

表 l 。

比较两者可以看出
,

该文颅长 /额

骨宽
、

颅长 /眶前长
、

颅长 /眶后长和颅

长 /脑颅高 4 项的数据与本文作者按 一

2
.

4

2
.

2

图 2 本文作者 3 种带鱼肛长 /头长的比较

F i g
.

2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r a t i o s o f l e n g t h o f P r e c a u d a l

t o l a n g t h o f h e a d a m o n g T
.

人 a u m 亡 l a ,

T
.

n a n h a i e n s i `

a n d T
.

b r e 夕 f s

-

一 T
.

h a u 脚口l a ; 一
·

一一 T二
a ” 人a i e 移` 15 ;

—
T

.

b r 口 t, i 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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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方法测得的结果类似
,

而与该文 iF g盯 e Z所示方法测得的结果相差甚远
。
可见

,

该文实

际测量与图示不一致
,

造成其 iF g盯 e Z 与 T ab le Z相互矛盾
。

由此可以说
,

该文 iP g盯 e

2 的测定方法是有误的
。

另外
,

该文中颅长 /蝶耳骨宽
、

颅长 /额骨脊宽两项指标的数据不

合理
,

从数据看来
,

可能是该文中这两行数据颠倒了
。

从表 1本文作者的数据范围来看
,

除了颅长 /颅高可以将 T
.

b cr 沂
: 与其它两种分

离外
,

其余各项指标 3 种带鱼均互相交叉
。

该文 T ab le Z 所列 3 种国外带鱼 T
.

扣Pon i。 ; ,

T
.

z o tP ur “ : ,

T
.

o ur 啥
。 ,

除后两种鱼的颅长 /额骨脊宽变异较大外
,

其余各项指标的平均

值均在本文作者资料的 T
.

h au m le a
波动范围之内

,

见图 3。

九

图 3 本文作者 3 种带鱼与该文 3 种带鱼
、
3 种国外标本脑颅各部分比例的比较

F i g
.

3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s k u l l r a t i o s a m o n g T
.

丹 a 移人 a i 。 ” : 15
,
T

.

b r 。夕 i ,
,
T

.

无a u 份 e l a

(
t h i : P a P e r a “ t人 o r s

) : T
.

, i n o r , T
.

, a r g a r i r 。 , ,

T
.

i a P o , i c u s

( L i
, 1 9 9 2 ) :

T
.

l o P t u r u , ,

T
.

j a P o n i c u : ( J a p a n )
,
T

.

a u r i g a ( f o r e i g n h a i r t a i l )

:
·

脑顾长 /额骨宽 ; b
.

脑颅长 /蝶耳骨宽 ; c
.

脑颅长 /额骨脊宽 ; d
.

脑颅长 /眶前长 ; e
.

脑颅
长 /眶后长 ; f

.

脑颅长 /脑颅高 (下图 )
。 a一 f

.

比值线下方框为 T
.

b , 。 , is ; 比值线上方大框为

T
.

入a , , 。 l a
,

小框为 T
.

, a n h a i o n 了` , o

0 T
.

脚 i o o r ; 0 T
.

用 a r g

e T
.

a r布 t亡s ;

a u r 书g a ;

0 T
.

i a P o o i c u ,
(该文 ) ;

. T
.

z , p r , r 。 ,
(国外 )

。

0 T
.

j a P o ” i c “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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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1 3 脊稚骨数目 据带鱼的骨骼结构可知
,

背鳍起点在第二脊椎骨上方
,

鳍基骨与髓

棘是一一对应的
。
因此

,

脊椎骨总数等于背鳍鳍条数十 l十尾部脊推骨数 ( at il ve r t e b r a e
)

。

该文中 T ab le 3 前 6 个样本与此相符
,

但 T
.

h au m cl a
的脊椎骨数是 14 .7 , ,

与经上式

计算所得数目 1 6 7
.

5 相差 20
,

这个样本的脊推骨数令人置疑
。
另外

,

从其 T ab le 3 中的

脊推骨数看
,

T
.

m i n o r 可与 T
.

m a , g a r i t e s
及 T

.

ja 户o n i c “ ,
分开

,

但 T
.

o a r 宫a r i t 。 , 、

T
.

j a P o n i c u s 与 T
.

l e P t u r u s
和 T

.

a u r i g a
相互交叉

,
T

.

o i n o r 与 T
.

h a , m o l a 也有

交叉 ;其它指标如背鳍鳍条数
、

臂鳍鳍棘数等
,

T
.

m i , o r ,

T
.

ja P o o i c “ s ,

T
.

l e户t u r “ s
和

T
.

o ur 啥
a 等也有交叉

,

不能作为分类指标
。
综上所述

,

由该文 T ab k 3提供的新种依据

是不充分的
。

2 讨论与结论

2
.

1 该文分类的基本 资料有严重错误
,

构不成分类依据
,

新种不能成立

.2 L I 原始测量数据和计算诸多错误 如该文 T ab le Z 全部及 T ab le 3 某些地方均

存在错误
。

这可能是作者没有仔细校核和 iF g ur e Z 的标示与实际测量的标准不一致造

成的
。
该文中这类完全不能用的数据占 1 / 3 以上

。

.2 1
.

2 该文 T ab le l一 T ab le 3 提供的数据全部为平均数 按照生物统计的一般概念
,

反映一个总体的特性除用平均数之外
,

还应考虑总体的全距
、

标准差和 众数
。
实 际上

aT lb e l一 T a lb e 3 的各项指标在不同种之间波动范围很大
,

其交叉部分在 ” 外一 1 00 务

范围内
。

作为一个物种
,

其形态分类的特征应该是分离的
,

交叉程度如此高的指标是不能

作为种的分类依据的
。
该文仅以平均数作为物种鉴别的指标

,

而不交待交叉很大的事实
,

是不严肃的
。

.2 1.3 观察与描述的错误 如眼睛的颜色
,

上
、

下领犬牙数目
,

T
.

护a P on i` 盯 与 .T

m 。 ;
ga

, it 。 :
的鱼体大小都在 1 o o o m m 以上等皆与事实不符

。

这可能与该作者观察样本

的数目少有关
,

有些错误则是没有认真去分析与归纳
,

前后自相矛盾
。

.2 1
.

4 该文把地模标本作为模式标本并把它们都作为有效种对待 虽 目前世界发表的

带鱼种名已经有 10 多个
,

但近 50 年来多数学者认为世界带 鱼 仅 为 一 个 种 ( T uc k er
,

19 5 6 ; aJ m e s ,

1 96 ;7 林新灌等
, 1 9 8 6 )

。

该文作为
“
有效种

”

者
,

皆被上述学者作为同物异

名看待
。

该文认为其 T ab le l一 T a bl e 3 列举的数据是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些
“

有效种
”
与

其命名的两个新种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
。

但这些以平均数列举的数据
,

可靠性很差
,

根本

不能作为科学数据
。
同时这些数据交叉范围很大

,

它既不能把那些所谓的
“

有效种
”

彼此

分清楚
,

也不能把该文新命名的两个新种与它们分开
。
因而该文新命名的两个新种不能

成立
。

.2 2 关于带鱼的种名

本文作者仍沿用 T
.

h叫 m cl 。 种名 ( C hu
,

1 9 3 1)
。

本文主张
,

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论

据不要随意更改种名和定新种
。

目前有的专家主张将 T
.

h 。 “ m le 。
改为 T

.

l o p t
ur

u :
(林

新灌
, 1 98 6 )

,

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带鱼为一个种
,

是为统一名称
。
以前 日本的学者把东

海的带鱼称为 T
.

夕。 p on i ` 二
,

近十年来 日本学者自己 (冲山宗雄
, 1 9 8 6 ) 也将之改为 .T

eI tP ur us 了
。

该文将带鱼又定为 .T io p o in cu
; ,

但又提不出新的有力的证据
。

这样随意

改动只会增加混乱
。
为慎重起见

,

本文作者仍称带鱼为 T
.

h au m o la
,

因为这个种名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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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已沿用 60 多年
,

况且 T
.

l o P t ur “ : 与 T
.

h“ m el ` 毕 竟是两个不 同的种名
。

既然中国带

鱼已分成 3个种
,

不排除世界带鱼 今后也可能分出更多的种来
,

但要有足够的证据
。

尤其

在研究方法和手段 日益现代化的今天
,

应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
、

新方法 (张其泳等
, 1 9 6 ;6

日本水产学会编
, 19 7 5 ; 王可玲等

, 1 9 8 3 , 19 8 5 , 1 9 8 8 , 1 9 9 2 , 1 9 9 3 ; M a r i a
,

19 8 8 ) 严肃认

真地进行分类研究
。

本文作者应用生化与形态相结合的方法初步把中国带鱼分类搞清楚

了并且也开始在收集国外带鱼的资料
。

但目前其种类和数量都还不够多
,

故此尚缺乏更

改 T
.

h a “ , le 。 或定为 T
.

l o p t“ ; “ ;
的证据

。

希望将来能有足够的资料来研究解决这些

问 题
。

.2 3 关于中国近海带鱼的分类

本文作者于 19 7 6一 1 9 9 2年在中国沿海 10 个主要产卵场收集与分析了 1 40 0 多尾带

鱼的生化和形态学资料
。

研究的结果表明
,

生化与形态的结论是一致的
,

即中国近海的带

鱼存在 3 个种— 带鱼 T
.

h a , 。 e l a
、

南海带鱼 T
.

o a n h a i e n s i s
、

短带鱼 T
.

b r e , i : (后

两种为新种 )和 9个地理种群
。

这 3 种带鱼的蛋白质和 同工酶存在明显的差别 (王可玲等
,

1 9 9 2 , 1 9 9 3 , 19 9 4 )
。

带鱼与南海带鱼外部形态差异不明显
,

而蛋白质与同工酶则很容易区

分
。

如 L D H B 基因座位在带鱼中缺失
,

而南海带鱼则存在 ; SD H
,

E S T 等 9 个基因座

位均存在种的特异性
。 3 种带鱼之间遗传距离 ( D ) 也都在已知物种差异的范围之内

。

研

究工作初期
, 3 种带鱼的外部形态是分不开的

,

作者首先从生化资料中找到证据将带鱼分

成 3 类
,

再反过来仔细解剖
“

各类带鱼
” ,

才区别出了各自形态上的差异 ; 脑颅骨解剖后最

终发现 它们之间在脑颅骨的多块骨骼上存在显著的种间差异 (王可玲等
, 1 9 9 3 ,

图版 11)
。

此外
,

外部形态和分节特征上也存在不连续的种间差异
。

本文作者也测定过该文所用的

脑颅各部分比例和脊推骨数目等指标
,

由于它们交叉范围较大
,

多被弃之不用
。

尽管本文与该文作者都将中国近海带鱼分成为 3 个种
,

但由上评述可见
,

该文形态

学资料不能将 3 种分开
,

因而其新种不能成立
。

而依据本文作者的结果则无论是形态学

资料抑或是生化资料皆可将中国近海带鱼清楚地分成 3个种
,

其中两个为新种
。

本文作

者对中国近海带鱼的分类成果现已被最近出版的 《中国海洋生物种类与分布》 一书所采

用 (黄宗国
, 19 9 4 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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